
对于社会方和医方而言，患方处于被动地位。

目前的医患关系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尽

管医患关系是医方和患方之间的关系，但医患双方均是在社会

大环境作用之下，社会因素是通过对医方和患方的影响起作用

的，因其本身具有间接隐蔽性，医方因素被抛之台前，被认为是

医患关系恶化的直接责任方。事实上，社会因素却是影响医患

关系的根本所在。因此，改善医患关系，医方应该先行一步，而

最终是否能得以改善，关键取决于社会因素，取决于政府的举

措及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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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专科医院发展的困惑及应对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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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染病专科医院担负着应急、救治等多种重要社会职能。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染病预防工作的日益重视，各级传染病

专科医院的服务水平得到不断增强［１］。但在医疗行业补偿机

制尚不完善背景下，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发展面临着竞争加剧、

应对能力不强等问题，使其生存发展受限。作者通过分析总结

近年来传染病专科医院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出了思考对策，

以期能够促进传染病专科医院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安

全感［２］。

１　传染病专科医院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１．１　传染病医院亏损严重，财务状况堪忧　普通人眼中传染

病院应属于公益性质医院，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存在部分营利性

质差额拨款单位。通过对区域内部分传染病院的经济状态的

调查，作者发现，传染病专科医院普遍存在资金链紧张、经营亏

损、财务困难等特点，已经成为阻碍传染病专科医院发展的一

大难题。造成其的可能因素包括［３］：（１）政府财政补偿机制不

健全，致使传染病专科医院公益性丧失；（２）住院患者流失严

重，逐年递减。由于传染病防控的逐渐深入，导致传染病患者

不断减少，致使其营业及业务收入减少；（３）传染病专科医院收

费水平一般较综合医院低，药品加成率一般多为１５％，致使运

行成本增高；（４）医保均次统筹统划定额低；（５）传染病专科医

院离退休工作人员的生活及补贴大部分由本单位负责，使得开

支及费用增加；（６）医疗器械用品、垃圾处理费用、水电等涨幅

明显，增加了支出。

１．２　传染性疾病本身特征的变化

１．２．１　传染性疾病谱变化巨大　近年来，各类型传染病的疾

病谱变化较大，传统传染病的发病率显著降低，采用传统模式

的传染病专科医院的自我发展能力较弱，特别是高端医疗技术

及设备等落后，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１．２．２　新发传染病不断暴发
［４］
　新的传染病暴发，患者数量

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而其应对能力有限，导致大量病例及资

源流向综合性医院。

１．２．３　新发传染病暴发时危重病例多　很多新型传染病大流

行时危重比例大幅度增高，特别是儿童、孕妇病例，常合并各种

呼吸及循环系统病变，病死率较高，影响较大。而传染病专科

医院限于传统的专业功能设置不健全，产科抢救能力缺乏，重

症监护及抢救能力较低，易导致医疗纠纷［５］。

１．２．４　归口管理不严　由于政策监督不严及不成熟的市场化

运作，许多综合性医院仍收治肝炎等普通疾病，而对特种传染

病如狂犬病、艾滋病、结核病及禽流感等重症传染病及经济能

力较差的患者及传染患者等则将其转入传染病专科医院，增加

了传染病医院负担。

１．３　医院软硬件设施落后

１．３．１　诊疗技能较弱　诊疗技术水平的缺乏导致对突发性的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及水平差，从非典、手足口病再到

Ｈ１Ｎ１流感病毒，此类传染病的发生对传染病专科医院诊疗水

平提出了考验，但专科医院缺乏外科、综合科室支持，加之因经

济困难致医院器械及医疗水平滞后，业务能力无法获得有效提

高，削弱了其处理烈性传染病的能力［６］。

１．３．２　人才队伍建设不合理　尽管近年来传染病专科医院人

才结构获得优化，但因历史原因，低学历、低职称比例仍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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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对激烈竞争，人才引进的不畅通，其主要原因是医院硬

件设施落后，业务单一，舞台太小；而医院经济较差，限制了待

遇的提高，制约了人才的引进及发展。因为专科限制，业务开

展所限，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建立及知识结构优化将会是一个

漫长过程。

１．３．３　设备落后　随着疾病谱变化，传染病逐渐演变成以肺

结核、病毒性肝炎、艾滋病等慢性传染病为主体病源，内科药物

治疗是传染病专科医院医疗的中心定位，其设备陈旧，外科发

展不力，无法适应传染病救治新的需要。

１．３．４　信息化方面　传染病专科医院的ＬＩＳ、ＰＡＣＳ和ＯＡ等

信息系统多数尚未建成应用，信息化程度较低，无法满足医疗

需求。

１．３．５　业务建设　大专科、小综合的构架设置缺乏稳定性，优

势学科缺乏，疑难传染病治疗方法落后，医院ＩＣＵ规模小，水

平低，降低了其整体应急能力。

１．３．６　选址偏僻　 鉴于传染病专科医院特殊性，其选址多以

远离城区人口密集区为准，导致多数传染病专科医院交通不

便、偏僻难寻，导致病源量的降低。

２　应对策略

２．１　落实区域卫生规划，整合卫生资源　当前部分地方卫生

部门设置有传染病专科医院［７］、艾滋病防治中心及结核病专科

医院等医疗机构，将本来患者数量就不多的患者又细化，浪费

医疗资源。因此，应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将人力、物力及财力资

源进行整合，强调突出传染病防治的特色及优势，实现其可持

续发展。

２．２　严格准入，抑制卫生资源过快增长　市场经济条件下，部

分国有厂矿企业的职工医院开始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同时部

分民营企业也进军医疗领域，在以经济利益及市场需求为指导

基础上，积极涉足市场需求旺盛的性病、肝病领域，而众多的综

合性医院也很多凭实力做大感染性疾病科室及肝病科室，挤占

了传染病医院发展空间，也导致了传染病专科医院发展能力的

萎缩［８］。因此，应统筹安排，从医学科学角度出发，严格准入制

度，保障患者根本利益。

２．３　完善法律法规，促进传染病患者的集中化治疗　《中华人

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明确规定当发现甲类传染病病例

时，医疗机构应采取如下措施：（１）对病原携带及确诊患者进行

隔离治疗，隔离期限应依据医学结果进行确定；（２）对于疑似病

例，确诊前应于指定场所及位置隔离医学观察治疗［９］；（３）对于

医疗机构内的患者及其密切接触人员、病原携带病例，应于指

定场所观察并采取必要的预防手段。传染病专科医院是惟一

合法的承担传染病救治任务的医疗机构，其他机构对传染患者

的收纳及治疗均是不合法的。

２．４　加大资金投入　（１）政府应根据传染病专科医院在履行

当地政府职能中作用及情况相应投入资金补偿，保证其解决人

才引进、设施装备、技能训练等问题［１０］。（２）政策倾斜。一是

强化归口管理的规范化，完善健全传染病救治体系。二是强化

医保政策向传染病医院的倾斜。在扩大医保覆盖率同时，政府

要提高对传染患者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有效减低传染病患者

就医负担。（３）转变定位及发展观念。传染病专科医院的发展

定位应由纯专科朝着大专科、综合方向迈进，以专科推动综合

发展，而综合又反过来支持专科，最终发展为具有较强传染病

专科特色综合性医院。（４）扶持基本建设。地方政府应加强对

传染病专科医院建设扶持力度［１１］。一是选址不宜过偏，避免

对今后归口收治产生不利影响；二是应适当控制规模，建设规

模适中，质量水平高，符合功能设置的科室规模，控制成本。

综上所述，传染病专科医院的生存、发展，既面临着众多的

机遇，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政府大

力支持及扶持下，在广大医院工作人员共同奋斗下，传染病专

科医院终将筑起一道传染病防控的坚固堤坝，从而有效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为传染病事业迎来发展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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